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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这是迄今为止关于中国应届大学毕业生就业、大学毕业生中期职业发展以及高等教育人口流动情况的
视野最为宽广、资料最为翔实、分类最为精细的实证调查和定量研究。
本书为我国教育主管部门的教育决策、各高校的教育教学改革、各行业的人才资源建设、大学生及其
家庭的专业和职业选择提供极有价值的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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